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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

紅外線感測器系統(IR, Infrared Radio Sensor System)由於具有高度的彈性和廣泛的應用面，近來備受重視。可以應用在醫療

、工業、軍事、家庭等等方面。本研究之創意及顯著研究成果主要有下列幾點： 硬體方面:可分成Tx Base和Rx Base部分，

運用電腦本身Rs232埠而達到安全、穩定低成本與效能的最佳平衡點。 系統軟體方面:可與搭配電信業者做其傳呼功能達有

效告知狀況。 應用方面:開發出監測系統，可以監測與告警，以展示sensor系統 平台優越應用性。這樣的平台具有效率、安

全、彈性、低成本、可攜的特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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